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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职业规划和

职业规划课程认知研究 ①

袁愉年，林培灵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职业是指不同行业和组织中存在的一组类似的职位，但职业规划并不是简单地对某个职业进行规划，因为
职业规划的重点在于通常被人们省略的“生涯”二字，而生涯指的是个人通过从事工作创造出的一种有目的的、延续不

断的生活模式，那么职业规划（职业生涯规划），规划的就是一种生活模式，是通过个人职业来实现的。大学期间的学习

和生活是个人职业和生活模式选择并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十分有必要了解目前大学生对于职业规划和职业规划

课程的认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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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０８年，为了帮助青年人和成人梳理日渐复杂的职

业选择过程，一个叫弗兰克·帕森斯的人在波士顿某个

社区的一栋住宅楼里创建了职业局。这个新项目指导求

职业去审视自己的个性特点，调查当地的就业选择状况，

然后选择最佳的就业机会。这就是我们已知的现代职业

生涯咨询的肇始［１］。国内职业规划的出现不过３０多个

年头，人们认为指导和规划就变得势在必行，最近几年

来，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或多或少地开设了职业规划类的

课程。大学生对于职业规划的认知如何、这些新兴课程

的效果又怎样，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１　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厦门大学本科一、二年级学

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１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９６份，问

卷有效率９６％。其中性别构成：男生４５人、女生５１人；年

级构成：一年级４７人、二年级４９人；专业构成：文史专业３０

份、理工专业２６份、经管专业３０份、医学专业１０份。

２　研究与分析
２．１　关于职业规划的认知程度和认知时间

调查显示，低年级学生对于职业规划的认知基本处

于空缺状态，将近９８％的学生都表示不了解或少有了解，

也就意味着绝大部分大学低年级学生仍未有职业规划的

意识。对于认知时间，将近７０％的学生表示开始接触职

业规划的知识、读本或课程是上大学以后的事情，这意味

着大部分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缺乏职业的思考，未将

专业和职业进行联系。

２．２　关于职业及职业规划信息

调查显示，父母和亲戚的教导、电视和网络的浏览、

老师和辅导员的交谈是广大学生了解和接触职业及职业

规划相关消息或知识的三个主要渠道，其中父母和亲戚

的教导是最为主要的渠道，获得接近７０％学生的认可，这

表示家长在职业启蒙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将

来毕业后是否愿意从事与目前所学专业相关的职业，只

有不到２０％的学生对于这种职业和专业的关联表示肯

定。对于目前开展职业规划的相关教育，超过６０％的学

生认为刚进入大学是开展这方面教育的合适时机。有

５６％的学生未接触过职业规划相关的读本，但其中大部

分表示有这方面的兴趣，另有３６％的学生有接触过职业

规划的读本，只有不到８％的学生修读过相关的课程，说

明目前职业规划课程还处于起步阶段，需加大投入，增加

课程资源，丰富课程形式，满足广大学生对于职业规划课

程的需求。

２．３　关于职业规划课程

调查显示，７０％的学生认为课程有意义，５０％的学生

认为可以学习更多知识，说明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已经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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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广泛认可。超过５０％的学生最希望的是社会人士进课

堂这一方式，也即希望已经进入社会、具有一定工作经历

的相关人员进课堂教学；还有接近３５％的学生希望是外

聘专业的职业指导师或职业指导从业人员进行授课；只

有不到１５％的学生希望是学校自己的专业老师进行联合

授课。同时，调查显示，课程资源不足、课程内容空洞、授

课形式单一是职业规划课程存在的最主要的三个问题，

其中课程资源不足的认同率超过了５０％。另外，１／３的学

生认为职业规划课程不受重视、课程缺乏规划。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论

３．１．１　对于职业及职业规划的认知

调查发现，多数低年级的本科生是在上大学以后才

开始接触并了解职业及职业规划的相关知识，所以对于

目前仍处在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对于职业和职业规划的

认识基本都处于刚起步的状态，也正是因为这种认知状

态，多数学生认为目前是开展职业规划的合适时机。因

此，抓住目前的时机在低年级中开展职业规划教育既是

广大学生的殷切要求，也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

３．１．２　对于职业规划课程的认知

虽然很多低年级的学生并未接触过职业规划的读

本，但大部分表示了对职业规划及相关课程的兴趣。开

设职业规划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学生的需求，这

种需求是学习新知识的渴望，更重要的是课程本身对于

未来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希望通过职业规划课程的学习，

帮助其规划未来的职业和人生方向。而且他们认为这种

帮助应该是直接的，所以在授课方式上更倾向于已经步

入社会的、具有可参考性的成功人士，显然，这点我们做

得还不够，因为授课形式单一是学生们认为目前职业规

划课程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之一。当然，职业规划课程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课程资源的不足，充足的课程资源或

许能很好地解决内容空洞和形式单一的问题［２］。

３．２　建议

３．２．１　抓住时机，开设课程

大多数低年级的学生认为目前正是开展职业规划教

育的合适时机，而且对于刚入学或入学不久的学生来说，

开展相关方面的教育要比高年级的学生来得更容易、更

有效，所以有必要将此类课程在低年级广泛开展，即以必

修课的形式推广，让所有学生都有机会了解、学习相关知

识，从而更好地规划大学四年，乃至更远更长的未来。

３．２．２　整合渠道，强化专业

父母的意见在多数学生选择专业时有着重要的影

响，对于部分学生来说更可能是唯一意见。也就是说，与

专业相连的职业规划的第一步多数是由父母来完成的，

所以除了职业规划课堂的教学，父母亲戚的教导也同样

是进行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途径，甚至在部分同学们看

来，他们的重要性远超过课堂教学，所以整合这些渠道进

行综合性教育十分必要。另外，部分学生对自己的专业

存在疑虑，加深专业认识、强化专业意识是渠道整合后职

业规划的主要工作，通过家长和课堂的教育让学生更全

面地了解专业现况以及未来的发展道路。

３．２．３　优化资源，丰富课堂

虽然目前时机合适，且对于职业规划课程需求不断

增加，但课程资源的不足却制约了职业规划课程的发展，

因此必须优化教学资源，逐步增加职业规划课堂的教学

课时，同时积极引入社会人士和外聘专家加入职业规划

教学队伍，改善之前职业规划课程内容空洞、形式单一的

问题。外部的引入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某些理论的含义，

是一种示范，更是一种信心，所以这种引入需符合整个课

程的设计规划，而不能是分散的、简单的、重复的理论事

例重叠。

３．２．４　系统教学，深化意识

低年级的学生不仅对职业及职业规划还处在起步的

认知阶段，对于职业规划课堂的认识同样处在起步阶段。

职业规划并不简单是就业环境、简历编写、面试技巧等环

境和技能的分析，它是一个从认识自我到不断修正自我

认识的长期过程，它贯穿人职业的一生，简单而短暂的书

籍阅读、课程学习并不是职业规划的全部。基于此，必须

引起高校相关教学和职能部门的重视，指导学生针对不

同的个性制定不同的规划路径，让学生可以获得系统的

教育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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